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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变革路，见证了东北制药
从传统制造到创新驱动的华丽转
身。自2018年加入辽宁方大集团
实施混改以来，这家老牌药企不断
加大研发投入，通过“自主研发+联
合开发+项目引进”三轨并行，成功
跻身尖端细胞治疗领域头部梯队，
铸就了生物科技的新高地。

创新战略 精准布局

混改前，东北制药如同穿着棉
袄游泳，市场反应慢半拍，研发投
入也力不从心。然而，加入辽宁方
大集团后，公司充分发挥混改后体
制机制新优势，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力度，并从市场、竞争、工艺等多维

度精准识别高潜力新药项目。
东北制药董事长周凯介绍，公

司通过“自主研发+联合开发+项目
引进”三轨并行，成功在上海成立
生物研发基地，并收购北京鼎成肽
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鼎成肽源
在实体肿瘤细胞治疗领域拥有独
特技术平台，目前已构建起覆盖
TCR-T、CAR-T等前沿技术的自主
研发体系。这一布局让东北制药
一举开辟了生物创新药的无限
蓝海。

今年上半年，东北制药还启动
了大规模硕博研发人才招聘，全面
充实东北制药研究院、上海生物及
北京鼎成肽源的科研力量。通过
打造生物医药领域的人才高地和

技术标杆，让创新真正成为驱动企
业发展的核心引擎。

科技前沿 硕果累累

在创新战略的引领下，东北制
药取得了丰硕的科技成果。近4年
来，先后有22个新产品获批生产，
包括盐酸羟考酮注射液、卡前列素
氨丁三醇注射液、他达拉非片、铝
碳酸镁咀嚼片等多款新产品已经
上市销售，助力公司经营业绩持续
增长。同时，公司针对胰腺癌、结
直肠癌、胃癌、肝癌和脑胶质瘤等
疾病，开发了10余款肿瘤靶点细胞
治疗产品，不仅有助于提升公司市
场竞争力，更将为患者带来新的治

疗希望。
东北制药还积极推进智能化

生产线的建设，实现全流程管控。
从原料采购到产品生产、质量检
测、包装销售等各个环节，都实现
了智能化、自动化和信息化。这不
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更确保了产品
质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回馈社会 共享成果

在追求科技创新的同时，东北
制药始终不忘回馈社会。近年来，
累计投入近3亿元用于产业扶贫、
乡村振兴及抗疫救灾等社会捐
赠。同时，公司还构建了全方位的
福利政策体系，涵盖医疗、教育、养

老等多个方面，让员工充分共享企
业发展成果。

“混改至今，公司累计为员工
发放各项福利及现金红包已超过
12亿元。这些举措不仅增强了员
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更激发了他
们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东北制
药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张楠介
绍道。

展望未来，东北制药将继续秉
承“良药匠心来，健康千万家”的宗
旨，以更大的力度回馈社会、回报
家乡。同时，公司将继续加大研发
投入力度，推进生物科技领域的创
新和发展，为“健康中国”战略贡献
更多的力量。

（CIS）

方大集团东北制药混改七周年：

创新驱动发展 铸就生物科技新高地

本报记者 贾 丽

7月15日，Canalys发布的最新研究显示，2025
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同比下滑1%，迎来
该行业连续六个季度以来的首次下跌。

在这一背景下，国内手机市场目前虽整体稳
健，但不排除未来出货承压。据调研机构Counter⁃
point Research对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季度观察报
告，2025年上半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预计
同比增长1.4%。

近日，《证券日报》记者走访北京手机卖场时了
解到，消费者换机周期普遍延长至32个月，部分门
店客流量同比减少15%，但搭载AI功能的机型展示
区咨询量逆势增长40%。

2025年上半年的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在“补贴政
策+AI技术”的双重作用下呈现出新变化。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上半年呈现了‘总量承压、
结构优化’的态势，折射出行业正在经历深层次变
革。市场一方面由于消费者换机周期延长、技术迭
代放缓与厂商的多维博弈，出货增速可能放缓；另
一方面在补贴政策与AI技术的驱动下，出现不少新
机遇。”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智库专家洪勇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

在北京南二环一家商场手机售卖区的AI体验
区，一位老人在华为品牌柜台前驻足询问，“这台手
机自拍效果好吗？”另两位顾客则在询问导购有关
手机AI修图功能的问题。OPPO门店的销售组长小
李指着监控屏幕告诉记者，“工作日下午客流比之
前少了，但周末AI机型体验总要排队。”

而OPPO门店的一位导购告诉记者：“补贴政
策实施后，今年前6个月，五六千元价位段手机销
售量在手机总销量中占比持续提升，销量增速在
50%以上，而六千元以上未纳入补贴的机型则下
滑了2%。”

事实上，补贴政策也引发了手机行业格局的变
化。例如，头部企业凭借产品优势获得了更多的补
贴资源。7月15日，IDC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第
二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中，华为出货量为1250
万部，以18.1%的市场份额重回首位；vivo、OPPO、
小米、苹果分列第二至五位。

记者从多个一线经销商处获悉，目前，国内主
流手机厂商正在实施“三线并进”策略。其一，清库
存，手机厂商普遍在今年将促销节点增多、节奏加
快，让渠道中的库存水平保持健康，在线上渠道，国
内厂商销量的约七成来自旧款机型；其二，拓服务，
华为、vivo等品牌均在上半年通过“终端创新+服务
升级”组合拳实现突围，以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其
三，攻AI，手机厂商不仅在AI技术创新上“想办法”，
端侧大模型也已经成为小米、荣耀等品牌的主要
卖点。

2025年被业内视为“AI手机元年”。Canalys预
计，2025年全球AI手机渗透率将达到34%。今年上
半年，华为Pura X系列首发鸿蒙Next系统，实现AI
实时翻译响应速度提升3倍；OPPO将AI影像算法下
放至2000元机型，带动旗下Reno系列销量增长。

国泰海通科技资深分析师李轩、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目前，部分AI手机由于端侧算力限制而
出现体验割裂，开发者生态也普遍尚未成熟。AI手
机在近两年里还需解决实用价值、价格敏感、系统
协同等诸多问题。

国内手机出货未来可能承压
厂商多措并举谋破局

本报记者 丁 蓉

7月16日，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远望谷”）发布定增预案。公司拟募
资不超过3亿元，用于RFID（射频识别）电子标签生
产线建设项目、西安创新产业中心建设项目、RFID
电子标签芯片工艺升级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远望谷表示，通过此次募投项目，公司将新增
RFID电子标签、自助设备、RFID通道识别设备、
RFID智能柜和读写器产能，突破公司在生产成本、
设备运行效率、工艺精准度、产品交付速度等方面
的瓶颈，实现转型升级和快速发展。本次产能的扩
张还有利于公司迅速匹配市场的产品迭代需求，进
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巩固行业地位。同时，此次发
行还将提高公司核心技术竞争力，优化资本结构。

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北京智帆海岸营销顾问
有限责任公司首席顾问梁振鹏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各行业对物联网技术的需
求日益增长，RFID作为物联网产业关键技术之一，
未来应用场景将更加多元化。”

零售行业是目前超高频RFID标签最大的应用
市场。目前沃尔玛每年使用的超高频RFID标签达
到了百亿级别，此外，ZARA、优衣库、迪卡侬、耐克等
品牌每年使用的超高频RFID标签数量都达到了十
亿级别。而基于RFID为零售行业创造的价值，近年
来国产品牌扩大使用RFID的趋势已十分清晰。

根据星图研究院调研，鞋服行业TOP100企业
大多数正在尝试RFID方案，未来几年时间里，RFID
将会成为鞋服行业的标配，市场空间巨大。同时，
RFID在国内外的图书、电力、文旅等市场的渗透率
也已逐渐提高，相关市场规模还在不断扩大。有研
究数据显示，全球超高频RFID电子标签出货量有
望从2024年的540亿个增至2028年的930亿个。

远望谷是我国物联网产业的代表企业，主营业
务集中在物联网感知层和应用层，为多个行业提供
基于RFID技术的系统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公
司现已在包括铁路、图书、酒类防伪、烟草以及服饰
零售等多个行业占据市场领先地位。

国际注册创新管理师、鹿客岛科技创始人兼
CEO卢克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物联网产
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远望谷的这一战略布局有望
使其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远望谷拟定增募资不超3亿元
加码RFID电子标签业务布局

本报记者 张晓玉

医药行业再现重磅并购。7月
15日晚间，港股上市公司中国生物
制药发布公告称，拟以不超过9.51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8.22亿元）收
购上海礼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礼新医药”）95.09%
股权。加上此前参与礼新医药C轮
融资时取得的4.91%股权，交易完
成后，礼新医药将成为中国生物制
药全资子公司。

在创新药投资圈，礼新医药是
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家2019年成
立的创新药企，在不到6年的时间
里，先后与阿斯利康、默沙东等跨国
巨头达成3笔跨国授权交易，总额近
50亿美元（约300亿元人民币）。

然而，这个被MNC（跨国药企）
争相追逐的“宠儿”，最终却选择投
入中国生物制药的怀抱。这一戏
剧性变化的背后，究竟暗藏怎样的
行业变局？

“这绝非偶然，礼新医药被中
国生物制药收购是国内创新药行
业进入整合期的必然趋势。”清华
大学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副主
任胡麒牧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说。

在胡麒牧看来，这场“联姻”折
射出两大行业痛点：一是Biotech（生
物科技公司）的“融资焦虑”——尽
管手握多个授权协议，但持续的高
强度研发投入仍让企业面临巨大资
金压力；二是“商业化困境”——缺
乏成熟销售网络和临床资源，让众
多Biotech在“最后一公里”折戟。而
中国生物制药完善的商业化体系，
恰恰能补齐这一短板。

加速国际化进程

根据公告，中国生物制药拟以
不超过9.5092亿美元收购礼新医药
95.09%的股权。剔除礼新医药于
交割日的估计现金及银行存款约
4.5亿美元，买方就收购事项待作出
的付款净额约为5.009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中国生
物制药首次“牵手”礼新医药。早
在2024年8月份，中国生物制药就

以1.42亿元人民币参与礼新医药
C1轮融资，取得后者4.91%的股权，
并就礼新医药LM-108及未来潜在
的多个创新双特异性抗体或抗体
偶联药物（ADC）在中国大陆地区
达成战略合作。

本次收购后，礼新医药核心团
队成员将继续留任。中国生物制
药将充分发挥在临床、生产、商业
化等领域的优势，加速其创新资产
转化。

中国生物制药此前表示，自
身 管 线 中 包 括 PDE3/4、HER2 双
抗、HER2双抗ADC、FGF21等后期
临床资产，以及EGFR/cMETADC、
四代EGFR，口服GLP-1和PDE4b
等早期项目，也同样具备较强的
国际化潜力。

中国生物制药董事会主席谢
其润表示，礼新医药有着卓越高效
的研发团队和极具价值的创新管
线，在肺癌、消化道癌症、自免性疾
病等领域填补了多项临床空白。
礼新医药的加入将显著加速中国
生物制药在肿瘤创新药领域的核
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作为收购方，今年以来，中国
生物制药股价涨幅已经翻倍，截至
7月15日收盘，其总市值达到1195
亿港元。

累计对外授权近300亿元

礼新医药是一家聚焦FIC（同
类首创）和BIC（同类最优）的创新
药研发公司，2019年至今，礼新医
药先后牵手阿斯利康、默沙东，近
三年以对外授权总额近300亿元的
战绩“出圈”。

2023年5月12日，礼新医药与
阿斯利康就新型GPRC5D靶向抗体
偶联药物LM-305达成全球独家授
权协议，首付款为5500万美元，交
易总价值达6亿美元。2024年11月
份，礼新再次实现重磅交易，将自
主研发的PD-1/VEGF双抗LM-299
的全球权益授予默沙东，协议总金
额高达32.88亿美元，包含8.88亿美
元预付款及技术转移里程碑款项。

更令市场关注的是这两款药
物的“吸金效率”，仅在临床前阶段

就引发跨国药企的竞逐。其中
LM-299于2024年10月份在中国获
批临床，仅一个多月后就被默沙东
火速拿下授权。

目前，礼新医药有7个项目处
在临床阶段，还有近20个临床前项
目，拥有自主研发的抗体、ADC、
TCE以及肿瘤微环境四大平台，已
实现两项重磅MNC对外授权，并拥
有在中国、美国、澳大利亚三地开
展临床的经验和能力。截至目前，
礼新医药累计对外授权近40亿美
元，折合人民币近300亿元。

而中国生物制药正处于创新
转型的关键阶段。公司曾预计今
年的创新产品收入占比突破50%，
未来三年计划每年上市至少5款创
新产品，到2027年创新产品收入占
比提升到60%。

添翼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
员吴婉莹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中国生物制药收购礼新医药，核
心意义在于快速获取包括7个临床
阶段项目、近20个临床前项目以及
抗体、ADC等四大核心技术平台，
显著扩充创新管线和前沿技术能
力；同时，借助礼新医药已实现的
对外高额授权记录及其国际化临

床经验，极大提升了公司的全球研
发、对外合作与商业化潜力，是加
速向全球前沿创新药领域战略转
型、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Biotech成国际并购焦点

事实上，礼新医药被收购绝非
孤立事件。近年来，国内外医药行
业并购活动明显升温，Biotech成国
际并购新焦点。

早在2023年12月份，阿斯利康
就宣布以高达12亿美元的价格收
购亘喜生物，包括亘喜生物处于临
床阶段、针对恶性血液肿瘤和自身
免 疫 性 疾 病 的 BCMA/CD19自 体
CAR-T细胞疗法，以及专有的细胞
疗法生产平台。

2024年11月13日，普米斯宣布
与美国BioNTech公司达成股权收
购协议。

进入2025年，强生豪掷146亿
美元收购专注于CNS疾病治疗的
Intra-Cellular Therapies公司，将其
核心产品抗精神分裂症药物Caplyta
收入囊中。

近日，赛诺菲（Sanofi）与蓝图
医药（Blueprint Medicines）宣布达

成收购协议，赛诺菲将以约95亿美
元的潜在总金额收购蓝图医药。

今年5月份，礼来、吉利德、阿
斯利康等在内的多家全球性药企
均宣布完成了新的收购交易。根
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前5个月，跨
国药企共达成超40笔重大交易，总
金额高达600亿美元。

“随着创新药行业进入整合期，
未来类似的并购交易可能会更加频
繁，具备差异化管线的企业将继续
成为并购焦点。”胡麒牧表示，一方
面，创新药企需要资金支持研发；另
一方面，医药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在
于创新，而Biotech企业往往在特定
技术领域（如ADC、CAR-T、基因疗
法等）具有突破性进展，大型药企通
过并购快速获取前沿技术平台和管
线，弥补自身研发短板。

在吴婉莹看来，对于Biotech来
说，拥有国际巨头背书的高质量
管线仅是参与竞争的入场券，而
真正的价值分化关键取决于商业
化能力的构建，具备完整产业链
布局的Biopharma（集研发、生产、
商业化为一体的公司）模式，可能
比纯Biotech（以研发为主的公司）
模式更具投资价值。

中国生物制药拟68亿元收购创新药企礼新医药

本报记者 曹卫新

江苏扬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扬电科技”）控制权变更
事宜有了新进展。

7月16日，扬电科技发布公告
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程俊
明及持股5%以上股东赵恒龙于7月
15日与四川汉唐云智算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汉唐云智算”）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同日，程俊明与
汉唐云智算签署《表决权放弃协
议》。各方约定以“股权转让+表决
权放弃”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交易。
交易完成后，汉唐云智算将取得扬
电科技控制权。

7月16日，扬电科技复牌，公司
股票开盘便一字涨停，当日报收于
23.14元/股，上涨20.02%。

交易分两期实施

根据各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

议》及《表决权放弃协议》，本次交易
分两期实施。

第一期股份转让——赵恒龙拟
将持有的上市公司1780.83万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04%），以每股
22.8450元的价格转让给汉唐云智
算，转让价款总额为4.07亿元。同
时，程俊明放弃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5350.8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7.17%）对应的表决权。

公告显示，第一期股份转让及
表决权放弃完成后，汉唐云智算将
持有扬电科技1780.83万股股份（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9.04%），
汉唐云智算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
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
为聂琨林。

第二期股份转让——程俊明
拟在所持上市公司股份限售期届
满后，将所持公司的2552.30万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2.96%）转
让给汉唐云智算。届时，双方将依
据相关规定协商转让价格，并签署

第二期股份转让协议。第二期股
份转让完成后，汉唐云智算将直接
持有上市公司4333.12万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2.00%）股
份及其对应的表决权；同时，程俊
明恢复行使上市公司2798.50万股
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4.21%）的表决权。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仍为汉唐云智算、实际控制人
仍为聂琨林。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律
师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汉唐云智算在第一次转让完成
后可以获得9.04%的股份，虽然程俊
明放弃表决权，但汉唐云智算对上
市公司的控制力仍然有限。程俊明
放弃表决权，彼时拥有表决权的第
一大股东持股不到10%，这一特殊
情况意味着上市公司在短期内可能
面临表决权分散的局面，决策效率
和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可能会受到一
定影响。交易各方应在交易条款中
对控制权平稳过渡所涉及的各种情

形进行全面、细致考量。”

公司前景被看好

扬电科技主营业务为节能电力
变压器、铁心、电磁线三大系列产品
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财报显示，
2024年，扬电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13.33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7034.4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131.88%、939.68%。2025年一季度，
公司营业收入3.27亿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10.18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40%、19.2%。

公告显示，接盘方汉唐云智算
成立于2024年4月份，注册资本1000
万元。除本次拟受让上市公司股份
外，汉唐云智算目前尚未实际开展
其他经营业务。

汉唐云智算的实际控制人聂琨
林出生于1989年，近五年其担任四
川汉唐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汉唐云信息”）总经理，汉唐云

智算执行董事、总经理等职务。经
穿透，聂琨林间接持有汉唐云智算
34.3728%的股权，同时，间接控制汉
唐云智算的100%表决权。

汉唐云智算在《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透露，本次权益变动系信
披义务人基于对上市公司内在价值
的认可，看好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
景，拟通过本次权益变动取得上市
公司的控制权。本次权益变动后汉
唐云智算将依托上市公司平台，优
化上市公司管理及资源配置，提升
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
力，为全体股东带来良好回报。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
书长袁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上市公司业绩向好时，估值相对
较高，对于原股东来说，此时进行
控制权转让能够获得更可观的收
益。对于接盘方来说，此时入局可
以借助上市公司已有的良好发展
态势，降低后续运营风险，更快实
现投资回报。”

神秘接盘方“现身”汉唐云智算拟取得扬电科技控制权


